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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学院第十四届理事会会议于2023年12月1日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召开。本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亚学院2023年工作报告、学院2024-2025年度滚动运营计划和2024

年度预算、招聘及员工交流计划。会议由哈萨克斯坦国家经济部副部长、CAREC国别

联系人阿布扎勒·阿布德卡里莫夫先生主持。 

    会上，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汇报了学院2023年工作。他表示，学院

2023年恢复了正常运营，国际员工返回乌鲁木齐总部办公室工作，对学院整体工作产

生了积极影响。学院继续对CAREC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进行监测，并以英语、俄语和

中文三种语言编制《季度经济监测报告》，受到各国普遍欢迎。2023年，学院撰写了

两份经济简报、五份政策简报、三份研究出版物、五份文献改编和十二份学院简报。

此外，学院还开展了七个研究项目，并向四个国家智库及五位域内独立研究学者提供

了研究资助。学院与主要合作伙伴联合开展的网络研讨会和项目持续增加：2023年学

院开展了20项能力建设活动。同时，学院还搭建起三个新的伙伴关系，另与域内其他

三个机构正寻求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卡比尔·朱拉佐达院长指出，学院的研究会议和论坛促进了研究合作和能力建设，

以创造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使CAREC国家能够处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前沿。

学院成功举办了第七届CAREC智库发展论坛及第三届学院研究大会。学院第二本研究

论文汇编汇集并出版了域内多位独立学者的研究论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支持下，学院将搬迁至新的办公场地。他说：“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今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批准了《关于成立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的协定》。至

此，该《协定》获得全部成员国批准。” 

                                                                                                                      跳转下一页 

中亚学院第十四届理事会会议参会代表合照 

中亚学院成功召开第十四届理事会会议 

http://www.carecinstitute.org/news/
http://www.carecinstitute.org/events/
elearning.carecinstitute.org
http://www.carecinstitute.org/publications/resilience-and-economic-growth-in-times-of-high-uncertainty/
https://www.carecinstit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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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学院第一副院长黄京菁博士介绍了学院2024年度预算及招聘计划，她指

出，通过争取主要伙伴组织和成员国提供更多捐款，丰富学院活动，通过多样化的

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活动使成员国获益更多，这一点非常重要。她说：“此外，学

院正在考虑重组，在不影响现有员工和预算的情况下，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研究

中。” 

    中亚学院战略规划处处长哈立德·乌玛尔介绍了中亚学院2024-2025年滚动业务

规划。未来学院的研究活动将集中在三个主要方向：（一）颠覆性技术变革和创新

经济学，特别是绿色金融、可持续或循环产业政策，以及基础设施、金融科技、电

子商务和工业4.0的数字化问题；（二）经济走廊和互联互通，包括贸易便利化、走

廊绩效测量与监测（CPMM）、数字走廊、过境与当地走廊利用；（三）社会经济

影响和包容性，包括未来工作、培训和资格（再）认证、国内外移民等主题。未来

两年，学院能力建设活动将与研究活动紧密结合，通过设计和实施混合式学习能力

建设方案，优化地缘外联，强化电子学习能力。中亚学院将继续开展外部沟通和外

联、文献改编和宣传活动，与区域媒体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理事会成员就学院2024-2025年度滚动运营计划和2024年度预算等交换了意

见。中国代表提出，中亚学院应加强与成员国的沟通与磋商，以便更好的了解成员

国的需求。他表示，中国将继续支持学院工作。亚洲开发银行代表支持学院提出的

强调重点、三管齐下的研究方法，并建议将重点放在改进学院的知识产品和提升机

构效率上。理事会成员肯定了学院在2023年取得的进展，同意2024年计划开展的活

动，为促进区域互联互通、贸易和经济合作提供必要的分析和能力建设产品及服

务。他们特别要求学院根据CAREC部长会（11月30日）批准的CAREC气候变化愿

景文件，通过知识产品帮助成员国更好地了解气候和灾害风险，以支持风险预警政

策和相关投资。 

       中亚学院由11个成员国代表组成的理事会管理，理事会是中亚学院的最高决策

机构，负责为中亚学院提供战略和政策指导，批准组织结构和人员编制，监督院长

和副院长的任免程序，任免顾问委员会成员，批准学院规章制度、年度工作计划、

年报及年度预算和审计报告。理事会主席由CAREC机制的轮值主席国代表担任，按

照国家名称的字母顺序每年轮流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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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亚特·阿基扎诺夫博士（哈萨克斯坦国籍）被

正式任命为中亚学院第二副院长。 

    库亚特·阿基扎诺夫博士拥有丰富的公共服务管

理经验。在加入中亚学院前，他于2022-2023年期间

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直属哈萨克斯坦战略研究所经济

研究部主任，于2010-2015年期间担任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财政部债务司司长。此外，他还曾在哈萨克斯坦

司法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及总统行政办公厅任不

同职务。 

    库亚特·阿基扎诺夫博士拥有英国巴斯大学社会

和政策科学博士学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发展政策与

管理研究所公共政策和管理硕士学位，以及美国弗吉

尼亚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与仲裁法学硕士学位。阿基扎

诺夫博士历任哈萨克斯坦卡兹古大学高等经济学院副

教授，欧安组织学院（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欧研究所客座讲师，以及英国

伯明翰大学国际发展系讲师。他曾获得哈萨克斯坦英

国杰出校友社会行动贡献奖，并被评选为CERGE-EI

基金会教学研究员。 

    阿基扎诺夫博士在公共政策、国际发展和经济

治理等领域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作为中亚学院第二副院长，他将继续推动中亚学

院各领域研究，助力学院发展。 

中亚学院第二副院长到任履新  

库亚特·阿基扎诺夫博士— 中亚学院第二副院长 

    2023年12月27日，中亚学院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举行线上会谈并签署合作谅解备忘

录。双方将在知识共享、知识创造和能力建设方面开展合作。 

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表示，中国在CAREC地区的知识合作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作为CAREC机制的重要成员，中国为中亚学院开展知识活动提供了重要支

持。中亚学院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结合各自丰富的知识资源，共同致力于建设CAREC

地区的共同繁荣。卡比尔·朱拉佐达院长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证明了我们致力于中

亚地区经济发展合作的承诺。” 
       

                                                                                                                                                               跳转下一页 

中亚学院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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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学院与经济改革与沟通分析中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中亚学院与经济改革与沟通分析中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中亚学院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张文才表示，双方将就区域一

体化、自由贸易、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可持续发展、数

字经济，以及其他CAREC成员国感兴趣的领域开展研究和

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他表示，中亚学院在促进区域合作

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一家市场定位清

晰、业务组合明确、功能定位独特、资本充足、治理良

好、内部控制严格、运营安全、服务优质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强的政策性银行。其金融支持主要面向对外贸易、跨境

投资、“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科

技、文化产业、中小型企业“走出去”和开放型经济建设

等领域。 

    根据备忘录，双方将围绕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基础设

施、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积极开展联合研究和成果分

享，为区域经济合作注入新动能。 

       

12月2日，中亚学院与阿塞拜疆经济改革与沟通分析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将

携手推动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协议由中亚学院院长

卡比尔·朱拉佐达和阿塞拜疆经济改革与沟通分析中心执行总监乌萨雷·格斯姆利教

授共同签署。签字仪式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 

     卡比尔·朱拉佐达先生指出，中亚学院将与阿塞拜疆智库，特别是经济改革

与沟通分析中心，开展联合研究，共同致力于实现CAREC地区的包容性和可持续

发展。乌萨雷·格斯姆利教授表示，与中亚学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中间走廊发

展受到高度关注的大背景下，意义重大。 

     签署合作协议是中亚学院发展并支持伙伴关系，加强知识与经验交流的一项

机制。在合作框架下，签约方将共同组织、出席论坛、培训、研讨会以及其他学

术和专业会议，为年轻人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学习机会，开展联合研究，并促进能

力建设活动。双方将召开定期协商会议，进一步明确优先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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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学院成功举办“加强中间运输走廊：释放欧

亚大陆中心机遇”第六次CAREC Chai 线上研讨会 

第六次CAREC Chai线上研讨会参会代表合照 

        2023年12月6日，中亚学院与CAREC秘书处、亚行共同举办了“加强中间运输走廊：释放欧亚大

陆中心机遇”第六次CAREC Chai线上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根据《CAREC 2030战略》目标，就推动释

放中间走廊潜力和提高其效率开展全面对话。 

    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表示，跨里海国际运输线（TITR），即“中间走廊”，在改善

CAREC地区互联互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间走廊为中国、中亚、南高加索和欧洲之间的货物运输

提供了一条受地缘政治干扰影响较小的较短路线，从而带来了巨大的机遇。“然而，高昂的成本、有

限的港口吞吐能力、监管障碍、与其他路线的竞争，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等挑战都对其进一步发

展构成了障碍”，卡比尔·朱拉佐达先生说，“中亚走廊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政治关系、地区基础设

施，以及技术进步的协调。” 

    中亚学院高级研究专家古拉姆·萨马德博士介绍了中间走廊在促进欧亚大陆互联互通方面的作用。

他介绍了2022年走廊绩效测量与监测报告（CPMM）初稿中关于TTIR沿线发展的结论。CPMM数据表

明，里海跨境口岸的成本高于陆路运输。就时间而言，里海过境运输显示，两个方向的行车时间都比

陆路快。但是，中途停靠会导致货物在港口等待船只到达或为继续运输办理清关手续，从而造成严重

延误。中亚学院高级能力建设专家罗夫尚·马赫穆多夫就中亚走廊的发展进行了SWOT分析，并为各国

政府、地区及国际利益攸关方提出了政策建议。他指出，重要的是投资软硬基础设施，以保证走廊沿

线更加畅通、更高效率的运输链接，在各边境港口实行数字化举措、统一各国规章、实行强有力的风

险管理战略、实施培训和教育计划，以解决熟练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为有效运营走廊培养一支熟练

的劳动力队伍。 

对话环节，亚行中西亚局高级经济学家罗曼·莫吉廖夫斯基博士、阿德莱德大学教授理查德·庞弗

雷特、亚行高级运输专家奥列格·萨穆克辛、亚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迪娜·阿什加里耶娃、土耳其世界

研究中心负责人阿伊汉·萨蒂吉、哈萨克斯坦运输专家莱拉·巴特雷贝科娃，以及国际道路运输联盟国

际公路运输公约（TIR）与跨境事务主管塔蒂亚娜·雷·贝莱特等组织的知名经济学家与运输专家，就中

亚学院在会上介绍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反馈，并分享了他们对中间走廊发展的看法。专家们讨论了目前

影响走廊沿线货物运输的问题及趋势，以及他们各自机构为促进走廊的使用从而改善CAREC地区的互

联互通所采取的新举措。专家们一致认为，在数字化、海关效率、使用《国际公路运输公约》

（TIR）和《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CMR）、简化过境许可证和司机签证的领取手续以及发

展走廊沿线软基础设施等领域采取贸易便利化举措的重要性。通过区域合作，可以优化中间走廊，充

分发挥其作为促进CAREC国家的共同繁荣的经济走廊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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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学院成功举办“数字支付中的监管挑战：跨境互

用”第七次CAREC Chai线上研讨会 

第七次CAREC Chai线上研讨会参会代表合照 

        2023年12月8日，中亚学院与CAREC秘书处、亚行共同举办了主题为“数字支

付中的监管挑战：跨境互用”第七次CAREC Chai线上研讨会。此次活动旨在探讨如

何克服监管上的障碍，建立适应当前数字化经济与全球贸易的跨境支付体系。  

    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表示，跨境支付面临着阻碍国家贸易和经济增长

等各种挑战。尽管科技进步为贸易提供了便利，但由于各国监管体制的不同，仅靠科

技进步并不能完全解决跨境支付交易中固有的摩擦与矛盾。消除监管障碍是建立跨境

支付体系的重要环节。通过区域合作，统一管理标准，简化合规流程，可以建立一个

更为简单、互联的支付系统。 

    来自剑桥大学剑桥替代金融中心（CCAF）剑桥监管科技实验室高级专家莱斯莱

·西瓦伊·迪布尔加女士发表主旨演讲，她介绍了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服务供应商面对的

四大重要监管问题：一是数据隐私权和安全条例；二是遵守反洗钱或反资助恐怖主义

的规定；三是监管体系的差异；四是支付体系与基础设施准入受限。为此，她建议各

国政府应将加强跨境支付互用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包括把加强跨境支付纳入监管职

责、建立完善的国家互用政策、推动跨境支付监管效果评估。可籍由现有的国际组

织、培育监管沙盒和创新中心，加强跨境支付监管合作。为实现管理框架的现代化，

各国应采取以实体为基础和以业务为基础的混合型模式，消除对国内支付体系的监管

壁垒。此外，政府还应继续鼓励开展公私合作。 

    对话期间，亚行顾问乔治·克维里卡什维利先生、希姆吉·瓦格吉安博士和利亚·

卡斯特罗女士，以及Access Partnership公司技术主管彼得·洛夫洛克就如何监管跨境

数字支付发表观点。小组讨论由中亚学院高级研究专家古拉姆·萨马德博士主持。专

家们建议推动采用国际认可的技术标准，以实现技术层面的互用性，从而在开发跨境

支付体系上取得长足的进步，以满足现代数字化经济与贸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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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学院成功举办区域水利政策对话会议  

区域水利资源政策对话参会代表合照 

        2023年12月4日，中亚学院成功举办了“探索可持续融资，推动私人资本参

与，发展中亚水利基础设施”为主题的第三次线上区域水利政策对话。此次活动

邀请了来自中亚地区水务领域的优秀专家，共同探讨了区域水务部门实现长期可

持续融资所需的政策和面临的问题。 

    中亚学院院长卡比尔·朱拉佐达先生表示，鉴于高消耗和高用水强度导致对水

的需求不断增长，中亚国家亟须革新战略，提高这一重要资源的生产力和利用效

率。为支持各成员国政府，中亚学院开展了水资源、气候变化和农业的相关研

究，发布了包含重要政策建议的报告和简报，举办了多期能力建设培训班。水资

源基础设施的可持续融资问题也是中亚学院的研究重点之一。2023-2024年，中亚

学院将开展专项研究，分析中亚地区水资源管理融资方面的差距。这项研究旨在

分析水资源部门的关键融资需求，了解基础设施的主要优先事项，并确定区域和

国家水资源基础设施在中亚地区的融资缺口。 

    德国吉森大学国际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亚学院前第二副院长伊

斯坎德尔·阿卜杜拉耶夫博士，介绍了中亚学院《中亚地区水资源基础设施：促进

可持续融资和私营资本参与》专项研究报告，并重点分析了中亚国家在水务部门

融资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他指出，CAREC地区的水务部门面临严峻问题，例如农

业灌溉用水严重流失；公共、国有和受严格管制的水务部门面临的风险使外国直

接投资、私人资本和其他融资方式缺乏吸引力；前苏联时期建设的大规模集体农

业水利基础设施现已无法正常运作，无法满足现代农业生产需要等。阿卜杜拉耶

夫博士建议中亚各国政府实施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鼓励私营公司投资水务

服务。他表示，吸引私人伙伴参与，可为水务部门带来更多的技术创新，提高水

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效率。各国需要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相关经济金融法规，为水

务部门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以支持私人资金弥合该部门的融资缺口。 

                                                                                                                   跳转下一页 



关于中亚学院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

学院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致力

于通过知识生成和共享，促进中亚

和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合作。中亚

学院有11 个成员国。  

    中亚学院是CAREC机制的智力

支持平台，聚焦经济和金融稳定，

贸易、旅游和经济走廊，基础设施

与经济互联互通，农业和水资源，

和人文发展CAREC五大重点领域，

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 

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龙腾路66号万科大都会商业楼八号楼20&21层 

km@carecInstitute.org  carecInstitute.org  +86-991-4558584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简称：中亚学院）是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机制

成员国共同发起设立、共同管理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致力于通过知识合作与共享促进

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其总部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亚学院共有

11个成员国，分别是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中亚学院正在招募一名能源领域高级研究专家。该职位是研究处国际职员，接受

首席经济学家或研究处处长的领导。申请人应为CAREC成员国公民，并应满足岗位职

责（TOR）中规定的条件。有意者请于2024年1月2日北京时间下午7点前提交申请材

料。具体应聘要求及岗位职责请前往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官网查看。 

中亚学院招聘启事  

    在对话环节中，阳光电源有限公司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经理沙赫博兹·阿赫梅多

夫先生、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绿色中亚项目负责人卡罗琳·米洛博士、德国

HYDROC水务专家乔治·彼得森博士、欧亚开发银行高级分析师斯坦尼斯拉夫·丘

耶夫博士、塔吉克斯坦专家巴赫罗姆·加富佐达博士和乌兹别克斯坦专家阿齐兹贝

克·卡里莫夫博士等中亚水务领域的专家们，就中亚国家在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

促进私营部门参与等方面可以实施的各种政策措施和全球最佳实践进行了讨论。  

    专家们表示，开展政策对话对于加强专家学者与政策制定者间的合作至关重

要，应当确保政策制定者积极听取专家们的见解。此外，他们还指出应加强中亚

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各国与参与本地区水利项目的国际机构之间的合作。  

    本次对话活动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必须妥善协调基础设施项目，同时提高公

众对这些举措的认识。包括土地所有权政策改革在内的立法改进是另一个重要的

讨论领域，重点是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采取有效的基础设施项目反腐败措施、提

高透明度以及积极吸引私营部门参与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有助于中亚地区水利基

础设施有效、可持续发展。 

    发展公私合作对于应对水务部门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挑战至关重要。它将公共

资源与私营部门效率相结合，最终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这种伙伴关

系不仅确保了水利基础设施项目资金，而且保证了后续高效和可持续的运转，从

而造福社区。 

专家建议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并辅以详细的任务，以有效实施与水资源相

关的项目。一项结构合理、任务和责任明确的战略将有助于确保该地区水利项目

的成功和及时实施。这种战略旨在加强协调，减少潜在挑战，并最终促进中亚地

区水基础设施的有效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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